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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仓库中的火苗越来越高，
他扔下妻子和儿子顶着浓烟冲进火
场，将一辆紧挨着起火点的厢式货车
开了出来；

4 岁男童不慎坠入污井中，危急
之下他倒吊着身体入井将婴儿从井
中救起，自己却因沼气中毒住院；

大年初一夜里，他睡梦中惊醒，
喊醒了家人和邻居，又接上水泵和水
管冲向起火点，直至消防员赶到。

营口人张贺被人称为“二哥”，不
只是因为家里排行老二，更是因为救
人时从来不顾自己生死的“二”。在
过去 7 年的时间里，张贺的身影曾 6
出现在别人的危难时刻。

“他帮别人我赞成，但总是豁出
命去干。”昨日，张贺的母亲提到儿
子，眼中全是担心。而张贺却说自己
只是个平凡人，遇到了应该做的事，

“看见事不管，那不是爷们儿。不出
全力，我就不是你‘二哥’。”

带妻儿路过起火仓库院
他冲进火场开出货车

2019年 11月 7日晚 6时 40分许，
张贺带着妻子和儿子在母亲家吃过
晚饭后开车回家。

走到辽宁营口大庆路植物园附
近时，远远就看见了一片厂房之中火
光冲天，浓烟滚滚。他将车开到跟
前，发现这片库房区的院子门口，一
位打更的老人正急得直跺脚。

原来，院子里的一个库房起火，
库房中囤积了大量制作家具用的木
材等，火势越来越大。但是整个仓
库区只有一名老人打更，一点办法
也没有。

“我能帮你啥？”张贺把妻子和儿
子留在车里，撸起袖子问打更老人需
要啥帮助。老人说起火库房门口停
着一辆厢式货车，眼看火势蔓延出
来，车就完了，“大兄弟，你会开车，能
帮俺把车开出来不？”

张贺看向院子里，起火仓库火势
最大的点位就在仓库门口，距离厢式
货车只有几米远。张贺奔货车冲了
过去，身影消失的在浓烟中。

几分钟后，厢式货车的车尾在
浓烟中缓缓出现，倒了出来。跳出
驾驶室的张贺，脸上被熏黑，却顾不

得擦。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消防警

笛声也越来越近，张贺又跑到路边把
消防车引至院内，并告知消防员火场
内电线的位置，避免扑救中引起触
电。在消防部门的努力下，火势迅速
得到控制，很快扑灭了大火，张贺也
带着妻儿悄然离开。

“到货车边时，火已经着到了车
的左侧驾驶室位置，我只能从右侧进
入驾驶室。”事后，张贺回忆，当自己
小心翼翼打开车门，驾驶室已经烤得
滚烫，幸好钥匙就插在车上，试了好
几次才打着火，随后将车倒了出来。

4岁男童坠入污井
他倒吊救人自己沼气中毒

2019 年 2 月 22 日下午 4 时 30 分
许，营口市水岸一品三期小区附近，
一名4岁儿童在放学途中不慎坠入路
旁的污井，同行的母亲立时跳下井营
救却双双被困，情况十分危急。

看到这样的情形，和母子俩同行
的另一位女家长也蒙了，大喊救命。

这时，就在附近一家汽车美容店
里的张贺听见呼救声立即和同伴张
天一赶来。

井中充斥着沼气的味道，脏水距
离井边大概有50厘米。男孩泡在污水
中，只露出了鼻子呼吸和一点额头，而

井水中丝毫看不到男孩母亲的影子。
如果再不救人，挣扎的男童就失

去了生还可能。
有人提醒张贺，井的边缘土都是

松的，一踩就塌。张贺顾不上了，弯
腰趴在旁边的土坡上，上半身钻进井
中，伸手却够不着井中的孩子。他探
身，用力过猛，身体失去了控制，差点
也掉入井中。

正在这时，张天一和另一名从店
里赶来的店员一起在身后抓住张贺
的一条腿。

此时，张贺在井边呈倒立形态，
右侧半个身子都进了水中，拼命找着
力点想抓住孩子，右手指尖被另一个
指尖碰到，抓住。

是一只小手，小手很用力，张贺
也在探索，一只大手和一只小手越握
越多。张贺用力将孩子的手拽出水
面，然后张贺反手一抓，抓住男孩手
腕继续向上拽。男孩身体逐渐脱离
脏水面靠近井边。随后张贺再猛用
力，将孩子拽离深井。

男孩被救上岸，身上衣服被脏水
浸透，围观者用棉被包裹住孩子。然
后，张贺也被张天一等人拉出井口。
此时的张贺浑身上下也布满了脏水
和粪便等污物。

遗憾的是，男童最终获救，但是
他的母亲却没能等到救援。当母亲
的遗体被打捞上岸时，一只手还是向

上托举的姿态。
有人猜测，正是母亲无私地托举

和张贺奋不顾身的营救，才换回了男
童的生还希望。

救人后，张贺没留下姓名直接
回家了，“我身体不好，身上都湿了，
必须回家换衣服去。”谁也没有想
到，事后张贺因为救人时头部浸入
脏水里，造成轻微沼气中毒，住院治
疗 了 好 几 天 。 张 贺 的 儿 子 今 年 6
岁，也在上幼儿园，张贺回忆，当时
看清楚水里是个孩子，“就想到了我
自己的儿子。”

“孩子等不了，再慢一步可能男
孩就不行了，什么也没想，也来不及
想。”张贺说自己的目的很单纯，就是
一定要把孩子拉上来。

得知张贺救了孩子，男童爸爸扑
通跪下，张贺赶紧给他扶起来，“孩子
平安，这就行了。”

7年里6次救人救火
他从未犹豫过

自 2012 年至 2019 年的 7 年时间
里，参与救人、救火的事情，张贺经历
了6次。危难面前，他从未犹豫；水火
无情，他从不畏惧；当好人做好事，张
贺并不陌生。

最早一次在 2012年 3月，那天早
上7时许，张贺在去妈妈家的路上，走
到营口植物园附近，一辆微型面包车
和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面包车掀翻
在地，司机被压在车底。

目睹如此惨烈的车祸，张贺不假
思索，立刻跑上前去救人。

他和几个好心的路人一起把面
包车抬了起来，可惜面包车司机头部
受到重创，已当场死亡。出租车司机
受伤，另一位女乘客头部碰撞出血，
十分紧张和惊恐。

张贺紧忙拿出自己的纸巾，帮女
乘客止血并不停地安慰她，慢慢地稳
定了她的情绪，直到交警和 120 急救
到达事故现场，张贺才悄然离开。

2013 年夏，张贺和几位家人驾
车去吉林探亲。傍晚行至沈吉高速
四平段时，高速公路上一辆大挂车
后轮起火，张贺加速赶上大挂车并
示警停车。

随后张贺和家人们一起帮忙把

火扑灭，大挂车司机还没来得及说声
谢谢，他们就开车赶路了。

2016年大年初一晚上，营口市造
纸厂东宿舍，张贺正在家里睡觉，突
然听到有人喊着火了。

火眼看就烧到邻居家里，惊醒的
张贺急忙起身喊醒家里人，紧接着又
喊醒了周围的邻居，招呼大家一起救
火。他从自家的水泵接上水管，在漆
黑的夜晚，顶着凛冽的寒风，冒着生
命危险爬上房顶灭火。

听到越来越近的消防警笛声，他
又从房顶上跳下来，跑到路口把消
防车引导进来，直到大火完全扑灭
他才离开。回到家里发现脸也黑
了，鞋也湿了，裤子不知什么时候烧
了个洞。

2016年10月的一天下午，在营口
市政交通岗南50米，张贺路遇一辆皮
卡车后车厢起火，他立即跑到马路对
面的一家五金杂物店里借来灭火器，
并帮忙将火扑灭。

母亲最担心他
“救人豁出命”

平日里，熟悉张贺的人都叫他“二
哥”，不仅因为张贺在家排行老二，更
是因为张贺平时里的热心肠和出手救
人时从不顾忌自己生死的“二”。

张贺家原来在当地造纸厂东宿
舍的平房，现在在妹妹家借住。

两年前，张贺查出了患有严重
肝硬化和肝腹水病，完全不能干重
活儿。

倒吊污水井中，救出4岁男童，这
样的行为对于普通人尚且有很大危
险，更别提患病的张贺了。

当天回家，张贺都没敢将事情告
诉母亲。

“他这是豁出命去干。”昨日，张
贺母亲还为儿子担心得落泪，“他身
体不好，右边身体最严重，他能用右
臂将孩子救上来，简直就是奇迹。”

张贺也说，自己平时最不中用就
是右臂，当时可能是急于救人，“右胳
膊还真使出了一股猛劲。”

一次次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张贺
说不图名、不图利，自己只是个普通
人，遇到事不能后退，只能冲。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吕洋

“楼道里的供暖管线一直在漏
水，冬天结冰的话太危险了。”11月
18日上午，家住沈阳市莲花东小区
的李先生反映该小区 15-1 号楼 6
单元 2 至 3 楼楼道供暖管线漏水，
担心出行安全。

负责小区供暖的惠天热电第
二热力公司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后，18 日下午 2 时给记者打来电
话，表示会在最近两天气温回升
的条件下，暂停供热，为居民更换
管线。

李先生家位于沈阳市大东区
莲花街莲花东小区，李先生反映小
区15-1号楼6单元2至3楼楼道供
暖管线漏水，“每天我们居民清理
楼道内漏的积水，现在还行，过些
日子天冷了，积水结冰那我们上下
楼就太危险了。”李先生有些担心。

18日中午，记者来到莲花东小
区后看到，15-1号楼内位于2楼的
供暖主管线已经被打上了卡子，但

是卡子处仍在向外滴水，楼道缓步
台处有些积水，“平时白天我用空
就出来扫扫，地面的积水就少一
些，晚上没人收拾，积水就比较
多。”一位居民介绍。

3 楼和 2 楼的情况相似，也有
不同程度的漏水和积水现象，居民
表示这种情况多次向维修人员反
映过，“对方说也没有什么好的办
法，只能打卡子。”

随后，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负
责小区供暖的惠天热电，对方表示
会马上派人到现场查看。当日下
午 2时许，记者接到惠天热电第二
热力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表
示在现场发现了供暖管线漏水的
现象，因为这几天比较冷，所以会
在气温回升后的周三或周四，暂停
供热，更换供暖管线，工期预计一
天时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崔晋涛

7年里6次救人救火 他从未犹豫

楼道管线漏水
供暖公司承诺换新管

张贺。 本人供图

18 年，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市
大小企业，免费为 5000多人找到了工
作，其中不乏很难被用人单位接受的
各类特殊群体。这位深受人们尊敬和
赞扬的“就业劳模”，就是抚顺市退休
工人陈怀臣。

今年73岁的陈怀臣是抚顺市望花
区光明街道红光社区居民，1999 年从
抚顺铝厂退休。当时正值社会各大企
业效益不好，大批下岗职工涌入社会，
他们中很多人都年龄偏大、没有技能，
找工作到处碰壁，顶着上有老下有小的
巨大压力，心灰意冷，靠打麻将等方式
捱时间。陈怀臣看到周围很多下岗职
工整天无所事事，不仅影响了家庭和
睦，也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因素，心里
非常着急。通过多方考察和不懈的努
力，陈怀臣于 2001年在社区内办起了
家政服务中心，免费为居民介绍工作。

从那时起，陈怀臣就骑着自行车
满城市的跑企业，询问是否招工。但
刚开始，陈怀臣常常被用人单位怀疑

是“骗子”，即使他到街道专门开了证
明，也常常被拒之门外。有一次，他去
一家物业公司找岗位，上午被赶出来，
中午就等在门口堵住人事经理依然被
拒绝，下午陈怀臣又站在经理面前说，

“我们社区有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我先
给您介绍一个您看合适就留下，不合
适也谢谢您……”渐渐地，陈怀臣用真
诚打动了半信半疑的用人单位，而被
帮助的求职者也用自己良好的工作表
现，为陈怀臣赢得了好口碑。

帮助别人联系工作，陈怀臣不收
一分钱，受助的人们送来了满墙的锦
旗。今年 61 岁的齐雪桥退休前是抚
顺铝厂的看表工，用她自己的话说，这
是一个熟练工没啥技术含量。2001年
下岗之后，因为没有技能，齐雪桥一直
没找到工作。陈怀臣告诉她：“别忘了
你还有个技能——做家务啊，你可以
去做家政。”可齐雪桥觉得这个工作有
点丢人。陈怀臣就给她做思想工作，
又帮她介绍了小时工的工作。渐渐

的，齐雪桥放下了心理包袱，近 20 年
的时间里，她从普通的家政人员做到
金牌月嫂，工资越来越高。这两年，齐
雪桥家买了大房子，又添了辆小轿
车。齐雪桥说:“陈怀臣就是我的大恩
人，多亏他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生
活，是他让我走出了生活的困境。”

陈怀臣帮人找工作有一个原则就
是“一包到底”，求职者在工作中遇到
困难，他也是主动帮忙。一次，陈怀臣
介绍了几位居民到一个工程队干活
儿，几位居民忙活了几个月之后，包工
头却拖欠工资。陈怀臣听到这个消息
后，骑着自行车，多次前去讨要，最终
把他们的工资讨要了回来。

近 20年间，陈怀臣不停地挖掘市
场、搞调研，让 5000 余名下岗失业人
员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和人生舞
台。现在，已经有近60家企业和陈怀
臣有固定的联系。陈怀臣说，自己会
在帮助他人的道路上永远走下去。

记者 崔振波

73岁“就业劳模”
18年无偿帮5000人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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